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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從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說起
（簡稱「公民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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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科的課程理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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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科的課程宗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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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科的課程架構

主 題 課 題

「一國兩制」下的香港

「一國兩制」的內涵和實踐

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

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

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

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

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

參與國際事務

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

經濟全球化

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

可持續發展

公共衞生與人類健康

直
接
涉
及
大
灣
區
發
展

見後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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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科的課程架構

課 題 學 習 重 點

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
家發展大局

近期的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及相關政策，
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與促進國家和香港發
展的關係

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（粵港澳大灣
區建設、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
貿關係的安排》）與促進香港發展的關係

學習重點的「補充說明」
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：涉及的城市及各自的發展定位；區內的重
要基礎建設；香港的發展機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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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科課程的內地考察

內
地
考
察
增
加
對
國
家
的
認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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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結

•公民科的課程理念之一，在於讓學生透過學習關於香港、
國家及當代世界的課題，建立廣闊的知識基礎，培養學生
國民身份認同，以及具備世界視野。

•為學生提供緊扣課程內容的內地考察機會，讓他們親身認
識國情和國家發展，豐富學習經歷。

從課程理念、課堂學與教及內地考察，公民科都涵蓋
大灣區在內，深化學生對於國家最新發展的認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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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簡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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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節內容參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「粵港澳大灣區網頁」
https://www.bayarea.gov.hk/tc/home/index.html

2019年2月公布



發展使命與涉及的城市

•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
放新格局的新嘗試

•推動「一國兩制」事業
發展的新實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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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命 涉及的城市



基本原則與發展範疇

•創新驅動，改革引領
•協調發展，統籌兼顧
• 綠色發展，保護生態
• 開放合作，互利共贏
• 共享發展，改善民生
• 「一國兩制」，依法辦事

•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
• 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
•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
•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
• 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
• 緊密合作共同參與「一帶一路」建設
• 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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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個基本原則 七個發展範疇



小結：香港的角色與機遇

•香港作為大灣區內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，加
上「一國兩制」的雙重優勢，在大灣區建設擔當
重要角色，以香港所長，服務國家所需。

•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，香港特區會更加積極主動
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從而開拓發展新空間、增添
發展新動力，為香港社會各界，特別是年輕人，
帶來發展新機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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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教育局開發的粵港澳大灣區

學與教資源舉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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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網上自學資源
瀏覽路徑：
公民與社會發展科
主題 2：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
課題：國家發展與國民身份認同
學與教資源
學生網上自學資源

• 認識和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
的發展機遇

•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發展
• 從大灣區的交通基建看香港融
入國家發展大局

• 從粵劇看中華文化在粵港澳大
灣區的傳承與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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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網上自學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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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不同形式的資料，回答相關問題。

粵港澳大灣區建成「一小時生
活圈」，對於香港居民的生
活，以及香港的經濟發展，將
會帶來甚麼積極影響？

文字

地圖

視頻

居
民
生
活

經
濟
發
展

問
題



學生網上自學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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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延伸問題，培養轉化能力與提升國民身份認同。

從大灣區的文化發展轉化探究
在香港傳承粵劇的挑戰與機遇

從粵港區大灣區的交通基建，以及香港融
入國家發展大局，說明在哪些方面有助提
升國民身份認同。



與「港珠澳大橋」相關主題的學與教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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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通函第77/2023號



與「港珠澳大橋」相關主題的學與教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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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頻的網址
https://emm.edcity.hk/media/1_2kd22ia5 與

公
民
科
相
關
的
教
案

教案的網址
https://emm.edcity.hk/media/1_2kd22ia5

港珠澳大橋帶來的經濟發展

港珠澳大橋下的旅遊業



4.公民科的內地考察路線及

教育局開發的內地考察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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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於 2022-23 學年提供的22條內地考察路線

教育局通函第32/2023號

備有一天至三天的行程

絕大部分的行程都是前往
大灣區的城市。

日後將擴展至廣東省外，
並且提供較多天數的行程
供學校選擇。

一天

兩天

三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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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察內容涉及文化、經濟、
科技、環境等範疇。



教育局開發的內地考察資源

向下拉

內地考察工作紙 內地考察視頻

涉及的考察地點
頗多位於大灣區

日後將開發其他省
市考察點的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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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考察資源：視頻（舉隅）
前海發展區

惠州西湖

廣州陳家祠

南沙上橫檔島炮台

22



內地考察工作紙：內容結構

考察工作紙的內容結構

1.考察主題

2. 考察前準備

3. 考察期間的任務

4. 考察後的反思

配合不同形式的
背景資料及相關
考察任務，加深
學生對考察點的
認識，並促進個
人反思，提升考
察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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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

•國家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旨在深化粵港澳合作，促
進區內深度融合，從而充分發揮三地綜合優勢，建設宜
居、宜業、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。

•公民科課程內容，以及與課程密切相關的內地考察活
動，當中都涉及大灣區建設和未來發展願景，有助學生
認識這項發展規劃和政策，得以更好地裝備自己，在日
後掌握當中的發展機遇。

•今次研討會的三位講者，分別從環境保育、青年創業，
以及金融科技建設等範疇，與各位參加者分享他們的心
得和經歷，肯定有助大家進一步認識大灣區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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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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